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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 12 日是我国第 12 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
“提升基层应急能力，筑牢放在减灾的人民防线”。地震、火
灾、洪水、台风、泥石流、暴雪，当我们遇到这些自然灾害时，我
们该如何正确躲避？懂得正确的防灾常识，才能让我们在紧
急情况下逃过一劫。我们今天特意安排了“防灾减灾知识专
栏”，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知识，既是对12年前在地震灾
难中丧生的同胞们致也最深切的悼念，也希望全体干部职工
都能引起重视，更加珍爱我们的生命，珍爱我们的亲人，热爱
我们和谐的家园！

5.12全国防灾减灾日简介 2009年3月2日，国家减灾委、
民政部发布消息，经国务院批准。自2009年起，每年5月12
日为全国“防灾减灾日”一方面顺应社会各界对中国防灾减灾
关注的诉求，另一方面提醒国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更加重
视防灾减灾，努力减少灾害损失。

5.12 全国防灾减灾日由来 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汶川
发生里氏 8.0 级特大地震。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
强的大地震仅四川全省就有 68712 人遇难、17912 人失踪。
这场大地震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难以愈合
的心灵创伤，堪称国家和民族史上的重大灾难。灾害发生
后，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众志成城、抗震救
灾，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与坚强。2008 年 6 月，山西省
太原市有政协委员提议，为表达对灾害遇难者的追思，增强
全民忧患意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有必要设立“防灾减灾
日”或“中国赈灾日”，借此表达对地震遇难者的纪念，弘扬
团结抗灾的精神。

5.12全国防灾减灾日设立意义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
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
造成损失重。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
景下，中国自然灾害损失不断增加，重大自然灾害乃至巨灾时
有发生，中国面临的自然灾害形势严峻复杂，灾害风险进一步
加剧。

在这种背景下，设立“防灾减灾日”，既体现了国家对防灾
减灾工 作的高度重视，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社会
平稳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通过设立“防灾减灾
日”，定期举办全国性的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
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防
灾减灾意识，普及推广全民防灾 减灾知识和避灾自救技能，
提高各级综合减灾能力，最大限度地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

5.12全国防灾减灾日设立目的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将每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三确定为“国际减灾日”，旨在唤
起国际社会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重视，敦促各国政府把减轻自
然灾害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在设立“国际减灾日”的同时，世界上许多国家也都设立
本国的防灾减灾主题日，有针对性地推进本国的防灾减灾宣
传教育工作。如日本将每年的9月1日定为“防灾日”，8月30

日到9月5日定为“防灾周”；韩国政府自1994年起将每年的5
月25日定为“防灾日”；印度洋海啸以后，泰国和马来西亚将
每年的12月26日确定为“国家防灾日”；2005年10月8日，巴
基斯坦发生7.6级地震后，巴基斯坦政府将每年10月8日定为

“地震纪念日”等。

《守护生命十大黄金法则》人生命，要守护，
十条法则要记住，一旦灾害发生时，

及时应用心有数。

１、地震：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靠在墙角曲
身体，抓住机会逃出去，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２、火灾：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
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３、洪水：洪水猛，高处行，土房顶上待不成，睡床桌子扎
木筏，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４、台风：台风来，听预报，加固堤坝通水道，煤气电路检
修好，临时建筑整牢靠，船进港口深抛锚，减少出行看信号。

５、泥石流：下暴雨，泥石流，危险处地是下游，逃离别顺
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

６、雷击：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铁塔线杆要
离远，打雷家中也防患，关好门窗切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７、暴雪：暴雪天，人慢跑，背着风向别停脚，身体冻僵无
知觉，千万不能用火烤，冰雪搓洗血循环，慢慢温暖才见好。

８、龙卷风：龙卷风，强风暴，一旦袭来进地窖，室内躲避
离门窗，电源水源全关掉，室外趴在低洼地，汽车里面不可靠。

９、疫情：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
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10、防化：化学品，有危险，遗弃物品不要捡，预防烟火燃
毒气，报警说明出事点，运输泄漏别围观，人在风头要离远。

人生命，重于山，防灾避险于未然，掌握技能常演练，祝愿
人人保平安，祝愿人人保平安！！

［防灾减灾］震后健康小常识

一、震后严防重大传染病蔓延各类病自救小常识
地震发生后，大量房屋倒塌，下水道堵塞，垃圾遍地，污水

横流，饮用水被大面积污染，蚊蝇孽生，生态遭受严重破坏，腐
烂变臭的畜禽尸体更成为各种病菌生长繁殖的理想场所。大
批灾区群众集中在临时住所，居住拥挤，人口密度大，极易引
发一些传染病并迅速蔓延。

另外，灾区群众普遍惊慌失措，身心交瘁，肌体对疾病的
抵抗力明显下降，也成为传染病流行的诱发因素。因此，自古
就有“大灾之后防大疫”的警示。“灾害对于人群健康的威胁
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滞后性，灾后的卫生防病工作丝毫不能

掉以轻心。”传染病防治专家、解放军302医院杂病科副主任
医师姜天俊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灾区的传染病是完全可以
预防的，对灾区群众和救援人员而言，认真了解并掌握必要的
传染病自身防护知识至关重要，甚至生命攸关。 姜天俊指
出，大灾之后可能出现大疫绝不是危言耸听，必须严密关注，
加大防范力度，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杜绝灾区传染病的蔓延和
传播。现将灾区可能发生的主要传染病及其预防措施介绍如
下。

二、饮食、饮水不干净引起的肠道传染病
如果灾区饮水和饮食卫生得不到保证，肠道传染病就会

是大灾过后的最常见传染病，比如感染性腹泻、伤寒、霍乱、食
物中毒、甲型肝炎等。

预防措施：
1。保证水源卫生：取水点周围50米内禁止大小便和乱

丢垃圾，保证饮用水的安全；
2。管好粪便：大小便应定点用漂白粉消毒处理，临时搭

建厕所应征求防疫人员的同意和指导；
3。饮食、饮水卫生：不喝生水和不明来历的水，不吃腐烂

变质的食品；
4。灭苍蝇：灾区目前的自然环境正适合苍蝇的生长繁

殖，而苍蝇是传播肠道传染病的主要元凶，必须坚决杀灭；
5。勤洗手：饭前便后一定要彻底洗手，最好用流动水洗

手，时间至少在半分钟以上，尤其注意对手背、指甲缝、手指指
间等有皱褶部位的清洗，那是最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有条件
者擦以肥皂的洗手液。

自救小常识：在没有医生指导的情况下，尽量因地制宜喝
开水和经过消毒处理的水，饮食中可加上大蒜、醋消毒肠道。
万一出现腹泻、口干等脱水症状，可自己用“白开水500毫升、
一啤酒瓶盖食盐、糖10克”配置液体服用，不能单喝开水。

蚊虫传播的传染病
目前灾区正值夏季，天气潮湿，污水较多，正是蚊虫滋生

的理想场所，蚊虫能传播许多严重的传染病，比如让人寒颤高
热的疟疾、致人昏迷痴呆的乙脑、使人一瘸一拐的登革热等。

预防措施：
1。防蚊、灭蚊、驱蚊：注意引流居住地附近的污水，喷洒

消灭躲藏在倒塌建筑物下面、瓦罐、树洞等隐蔽部位的蚊虫；
睡觉地方最好有蚊帐，周围喷洒驱蚊药剂；饮用水加盖、勤换
水；野外救援时尽量穿吸汗的长袖服装，裤腿要包扎严实，必
要时戴防蚊面罩。

2。有条件者在夏季来临之前注射乙脑疫苗。 随身携带
风油精备用，睡觉时在身体暴露部位喷洒。万一出现寒冷、高
热、举动异常及时与医生联系，寻求帮助。

呼吸道传染病
灾区气候变化快，早晚温差大，灾区群众和救援人员身心

疲惫，抵抗力下降，很容易发生感冒、麻疹、风疹、流脑等呼吸

道传染病，而且呼吸道传染病在灾区人群聚集地、救援人员驻
地一旦流行，后果严重。

预防措施：
1。注意防寒保暖，尤其夜间露宿，防受凉、淋雨。人多地

方戴口罩；
2。室内空气流通、清洁；
3。消除过分紧张情绪，保持充足睡眠；
4。足够营养摄入饮食结构合理平衡；
5。老人、有慢支肺气肿糖尿病尿毒症等易发肺炎者，可

注肺炎链球菌疫苗1次；
6。预测有麻疹、风疹疫情时，注射麻疹减毒活疫苗和风

疹疫苗；
7。一旦出现发热、咽痛、咳嗽等症状，要多休息和饮大量

开水，服解热止咳化痰药，必要时用抗生素。
自救小常识：干活流汗时不要立即脱、减衣服，可先解开

几粒纽扣，等汗退去后在逐渐脱衣。轮番作业，劳逸结合，避
免长时间透支体力，多饮开水，出汗较多时饮用加有少量糖和
盐的开水，不要长时间喝纯净水。

老鼠等动物传播的传染病
灾区的老鼠等动物也处在极度恐慌之中，已经死亡和从

洞中跑出来并混进人群的老鼠明显增多。老鼠能传播不少疾
病，比如鼠疫、肾综合征出血热、钩体病等。

预防措施：防鼠、灭鼠，圈养动物；动物粪尿消毒后集中处
理；临时居所建在地势较高、干燥、向阳地带，四周挖防鼠沟，
保持一定坡度。床铺距离地面2尺以上，尽量不睡地铺。接
触粪便、污物最好戴手套和口罩，救援作业地方有污水的或雨
中救援应穿长统胶靴。食品要放置在安全部位，避免老鼠触
及。

外伤后引起的传染病
抗震救灾难免皮肤被划破、受伤，厌氧菌等可能会从伤口

侵入身体，导致严重的破伤风、气性坏疽等传染病。
预防措施：救援时戴好手套，避免皮肤破损。一旦出现破

损，特别是有比较深的伤口，应及时清理创口，用干净水冲去
污物和血迹，不要让破损伤口与土壤接触。及时找到医生寻
求进一步治疗和观察事宜。

自救小常识：受伤后仔细观察并记录致伤物品、伤口部位
和深度、出血情况，及时向医生反映，以决定是否注射破伤风
抗毒素和类毒素。

其他需要警惕的传染病
灾区群众集中点和救援驻地卫生条件差，有可能发生急

性出血性结膜炎（红眼病），该病主要通过公用毛巾、手帕、浴
巾，一个脸盆洗脸等方式传播，传染性极强，传播迅速。

预防措施：勤洗手、不揉眼；严消毒、防播散。
自救小常识：一旦染病，应闭目休息，早期可冷敷以减少

渗出。

提升基层应急能力，筑牢防灾减灾的人民防线
——5.12防灾减灾日知识教育宣传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放在减灾体制
机制改革的意见》和山东省委省政府相关实施意见，减轻自然
灾害、意外事故等其他事项给居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的损
失，增强居民家庭保障能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2019年济南
市正式发布《济南市灾害民生综合保险工作实施方案》。

一、保障对象：济南市灾害民生综合保险的保障对象为我
市行政区域内常住人口以及灾害发生时在本区域内的外来人
口；

二、保险标的：为人身、居民住房和基本生活用品。
三、基本保障范围：

1.洪涝、干旱、台风、风雹、低温冷冻、雪灾、地震、山体崩
塌、滑坡、泥石流、风暴潮、海啸、森林草原火灾等自然灾害及
溺水、居家煤气中毒、爆炸、火灾、触电等特定意外事故造成人
身伤亡。

2.自然灾害和特定意外事故造成居民住房倒塌或损坏。
3.自然灾害和特定意外事故造成居民基本生活用品（衣

被、口粮、厨具）的损毁。
4.抢险救灾、应急救援人员的伤亡。
5.因灾导致受灾人员的饮水困难。
6.其他政府认定需救助的事项。

四、基本保障额度：
1.以设区的市统算，全年累计赔付限额为保费总额的15

倍。如发生重特大灾害事故时，赔付限额可上浮至保费总额
的18倍。

2.每人人身救助金限额15万元。
3.每户房屋救助金限额5万元。
4.每户居民基本生活用品（衣被、口粮、厨具）救助金限额

600元。
5.抢险救灾、应急救援人员的救助金限额25万元/人。
6. 因灾导致饮水困难的人员饮水救助费用 60 元/人/月

（由县级以上应急管理部门根据灾情情况发起）。
五、基本保费：以公安户籍人数、户数为依据，每年每人2

元、每户2元，由省、市、区县三级财政负担。
六、执行管理：由省市、区县应急部门对补助资金运行状

况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进行绩效监控，及时发现并纠正资金
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七、报案渠道：拨打95585电话报案；在微信搜索“山东省
灾害民生综合保险”并关注、注册，点击“我要报案-一键报
案”或“个人中心-在线报案”；联系济阳区应急管理局
84218266协助报案。

灾害民生综合保险，托起民生保障底线


